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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巴西“中国移民日”。恰逢中国与巴西建
交49周年，巴西各地举办绘画展、龙舟赛等庆祝活动。多
位旅居巴西的侨胞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将继续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融入住在国社会，为两国经济交往、
人文交流架桥。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久荣誉会长尹楚平说，在
20世纪90年代前，华侨华人走街串户，靠提包叫卖开启事
业第一步，“随着两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华侨华人迎来了
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转型空间，中国的发展加上自身的勤奋
打拼，让华侨华人的地位不断提升。”

“华侨华人为巴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中国
移民日’是对华侨华人的最大肯定和认可。”尹楚平说，两
国在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科技创新等领
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巴侨胞愿为两国经贸往来合作
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在住在国继续树立良好的华人形象。

累西腓华侨华人协会会长卢功荣表示，在巴华侨华人
的成长有目共睹，大家通过自身努力，靠着勤劳勇敢、与人
为善的美德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华
人社团也从最初的同乡“抱团取暖”，不断朝着多元化方向
迈进，为侨服务也日趋成熟。

卢功荣称，在累西腓，越来越多的侨胞参与到慈善活
动中，积极回馈当地社会。每逢儿童节、圣诞节、新年等重
要节日，“来自中国的爱心”慈善捐助活动汇集侨胞们的爱
心，向当地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为困难民众传递温暖。

“去年，累西腓通过将中国春节设立为官方节日的法
案，当地民众对春节文化的热爱见证着我们之间结下的深
厚情谊，也说明他们发自内心想要了解更多的中华文化。”
卢功荣说，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日益加深，华侨华人会继
续与当地民众一起书写美好故事，留下更加美好的回忆。

“回想起2018年‘中国移民日’正式确立的那一刻，心
情仍非常激动。华侨华人远离故土，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节日。”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俊晓旅居巴西38
年，他说，“中国移民日”的设立体现了巴西对多元文化的
包容。

“里约热内卢是一个热情的城市，中华文化在当地也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王俊晓介绍说，当地民众对舞龙舞
狮、书法、武术等中国元素非常感兴趣，“2018年，我受邀参
加一年一度的狂欢节，第一次站上以长城文化为主题的花
车在桑巴大道巡游。当地民众用中文说‘你好’‘谢谢’的
热情回应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王俊晓表示将一如既往为两国文化交流牵线搭桥，
“为海外侨胞寻得一份有关‘家’的回忆的同时，也要深入
了解并尊重巴西当地的文化
习俗，为两国的友谊架起文化
之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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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乐谱奏响了千年礼乐之
声，跌宕起层层叠叠古老的思绪，耳边
不绝于耳的丝丝钟鼓旋律，像极了西周
之初高尚无比的庙堂之音，礼乐文化在
历史的舞台上，敲击出一声声美妙的回
响，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千百年前，狭长
的青石板街道上，礼让的行人、有序的
车马，谦顺的礼仪、悦耳的旋律……礼
序乾坤，乐和天地，气魄何等宏大，这是
多少人魂牵梦绕的回响，更是多少人魂
牵梦绕的盛世礼序。礼乐之声，在此交
错，这，便是礼乐。

礼乐之于初始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
也。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与灵
魂，早在西周开国之初，便有周公制礼
作乐，自此就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
化基调。

古时，礼乐文化是庙堂之上的“阳
春白雪”；如今，中华礼乐文化已逐渐融
入现代生活。全国首档中华礼乐传习
节目《中国礼 中国乐》，便对礼乐文化进
行了积极探索；诸多的影视作品，如《甄
嬛传》、《知否》等，也对礼乐进行了完美
诠释。

礼乐文化在宫廷贵族、百姓家中铺
陈开来。小到家族亲眷相互问安时的
称谓差异，大到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
都堪称是一堂堂生动的中国传统礼乐
普及课。

礼乐之于梅邑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礼乐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扎根，作为礼乐
之乡的闽清，礼乐文化更是传唱千年。

北宋年间闽清际上村的陈祥道和
陈旸兄弟，便是闽清礼乐文化的集大成
者。他们创作的《礼书》、《乐书》两部巨
著，以传承传统的儒家学说和优秀的礼
乐文化而光耀青史。在中国礼乐史上
享有崇高地位，清乾隆年间更是被收入

《四库全书》，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

陈祥道自幼聪明，勤奋好学，一生
追随儒家思想，精于《论语》学和礼学，

学识渊博，25 岁时即高中进士；为官一
生，清廉自守，两袖清风；通晓古代礼制
和典故。其学术成就最高的便是礼学，

《礼书》150卷是陈祥道毕生礼学思想的
结晶。

在《礼书》中，以图助文是其最重要
的特点，陈祥道先生用自己的方式帮助
更多的人理解“礼仪文化”内涵。他认
为礼、乐一体，是国家安邦济世必需的
手段，两者不可缺一。

因精力有限，陈祥道只承担起礼学
研究的重任，著成《礼书》150卷之后，便
鼓励其弟陈旸完成古代礼乐制度中乐
制资料的搜集、整理。

陈旸深受其兄陈祥道“礼乐并行于
世”的影响，在其兄鼓励和支持下，写成
皇皇巨著《乐书》200卷，最终得以同《礼
书》并行于世。《乐书》是世界第一部音
乐百科全书，奠定了陈旸在世界音乐史
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乐书》继承了《礼书》的体例，图文
并茂，共有插图540幅，涉及乐器、乐律、
舞姿、舞器、乐器排列、五礼等，保存了
极为难得的古代音乐资料。

陈旸在编撰《乐书》的过程中，不仅
从《礼书》中得到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借
鉴了其编撰体例，还得到哥哥陈祥道的
亲切鼓励。这兄弟守望相助的精神，正
是值得咱们后世学习的礼呀！

礼乐之于盛世

礼乐文化跨越时空而来，它在不断
地破旧立新中，融入了这座城高质量发
展的脉搏，丰富了这座城的历史文化底
蕴。梅邑青山绿水间，“礼乐”千年回
响。如今的闽清，正在致力于“礼乐闽
清”文化 IP的打造，将续写灿烂璀璨的
礼乐文明。

（梅融）

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闽清有“““““““““““““““““““““““““““““““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传千年

 






































闽之福地闽之福地
清韵山水清韵山水

为帮助更多困境家庭的学子圆
大学梦，8月14日上午，由闽清县妇联
牵线搭桥的“汇聚爱心·圆梦大学”资
助大学生见面会在县妇联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举行。闽清双兴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香平女儿池华林女士、福清
林氏两会常务副会长林友泉夫妇、县
妇联主席钱秀美、7997公益助学中心
志愿者、12 名品学兼优、家境困难的
受资助大学生和家长参加了活动。

今年受资助的9名大学生是在各
乡镇、教育局推荐的70余个贫困大学
生家庭中，通过入户核实的基础上筛
选出来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每人每学
年获得5000元或1万元助学金，直至
毕业。此次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大力支持，共募集助学金 5 万
元。（其中：闽清双兴陶瓷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香平捐助 2 名大学新生，每人
各5000元、福清林氏两会常务副会长
林友泉夫妇捐助1名大学新生1万元，
深圳市安姆伯科技有限公司捐助5名
大学新生、1名2022年入学女大学生，
每人各5000元。）

2022 年受资助的大学生代表应
邀到场，向资助方汇报大学生活、学习
情况。今年受资助的大学生向爱心人

士表达感激之情，表示一定会倍加珍
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以乐观向上
的态度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不负期
望，感恩前行。受资助家长说道：“感
谢县妇联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解决了
家庭的燃眉之急，我们一定教育孩子
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成绩
回报社会的关爱。”

爱心人士勉励学子们进入大学后
继续好好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将来
回报社会，建设家乡，并表示会一如既
往关注他们成长。池华林女士、林友
泉夫妇、县妇联代表深圳市安姆伯科
技有限公司分别为受资助的大学生发
放助学金。县妇联主席钱秀美向林友
泉夫妇赠送牌匾，对伉俪慷慨解囊，爱
心善举表示真挚的感谢。

下一步，县妇联将把帮困助学作
为服务大局、服务家庭的切入点，持续
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妇女儿童的桥梁纽
带作用，以“春蕾计划”为载体，汇集爱
心力量来捐资助学，助力学子实现求
学梦、成才梦，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
到实处。

（县妇联）

汇聚爱心行善举 共圆学子成才梦

8 月 15 日，福州市美术家协会
会员孙克连在闽清县美术馆举办主
题为“梅彩之韵”水彩写生作品展，
此次作品展以闽清美丽乡村为题
材，孙老师将闽清乡镇美景绘于纸
上，让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欣赏迷人
的乡村景观。

本次作品汇聚了孙老师创作的
水彩作品共 50 件。作品以闽清美
丽乡村为题材，展示了艺术家用水
彩描绘的迷人乡村景观。画作色彩
鲜艳，笔触细腻，表现手法独特，展
现了乡村自然风光的美丽和宁静。

“我近两年画了一些我们美丽
乡村的景色，比如说青山绿水，还有
一些田园的村落，还有淳朴的一些
村民等等，就是把美丽乡村的风景，
自然景观与这个人文之美展示出

来。”孙克连说。
来往观展的人士中，或是拍照

留念，或是在自己喜欢的作品下仔
细观摩，皆是有所收获。一位参观
者表示：“我今天特意来看孙老师的
画展，看完后感受到原来咱们乡村
的景色这么美，只是自己平常不会
去注意观察，忽略了这些美。”

作品展以作家自身的视角带领
群众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美景，阳
光下的绿色田野、青山流水、宁静的
湖泊、古老的村落，画作中的每一处
景观都能感受大自然的美妙，感受
乡村的宁静与纯净，领略艺术与自
然的完美结合，获得心灵的愉悦和
灵感的启迪。活动时间持续至9月
25日。

（记者 陈琪 实习记者 杨娟）

闽清县美术馆举办水彩写生作品展

经过精心布置的宏琳厝景区华
彩绽放，一场流光溢彩的灯光秀，更
是将景区的夜晚，点缀得色彩斑斓、
美轮美奂。

随着天色渐暗，景区亮起了五
颜六色的灯光，成了一个梦幻世界，
置身灯光海洋，畅享不一样的夜色
景观，循着香味来到美食区摊位，烧
烤滋滋作响，大小朋友们欢乐的聚
集在一起，一眼望去都是满足与开
心的笑脸。

县文投总助刘鹏程说：“本次活
动设置了三个区；一是灯光秀展区，

面积约 5000 平方米；二是美食区，
有全国各地的美食种类丰富，在享
受烟火气息的同时，还能蹦最嗨的
迪，点燃夏日狂欢激情，同时还设置
了少年儿童游乐区，特色网红主题
游戏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据悉，坂东镇宏琳厝景区广场
灯光秀、美食嘉年华在8月13日盛
大开启，一直延续到本月底，共计
15 天，是展示魅力闽清，活力坂东
的一场盛会，丰富了当地的夏日暑
期夜色经济。 （记者 廖瑾）

宏琳厝景区“灯光秀”来袭

为有效缓解农村独居、空巢、高
龄老年人养老难问题，闽清县塔庄
镇最大限度利用农村闲置场所，推
进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项
目，打造家门口的老人“幸福院”。

8月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塔
庄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正如火如荼的有序推进中，据了解，
塔庄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项
目位于闽清县塔庄镇，该中心是社
区居家养老的综合性场所，总建筑
面积4376.09平方米，服务中心共有
四层。为确保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完
成，闽清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与项目
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工程进
度，实地察看了食堂、医务室等进展
情况。

县民政局养老服务和福利慈善
科科长黄斐斌表示：“塔庄社区居家

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是 2023 年省级
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这个场所一
共有4370多平方米，打造成一个居
家社区机构为一体的嵌入式家园，
预计这个（项目）我们在十月底前完
工，十一月初投入使用。”

该项目落成后，将建设以家庭
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
务为主要服务形式的“豪入式”养老
服务模式，不断推动社区养老服务
向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市场化、
品牌化发展。

一直以来，闽清县民政局紧紧
围绕市县重点工作，将农村互助幸
福院建设和适老化改造工程作为改
善民生的重点工作来抓，切实为农
村老年人排忧解难，让他们生活得
更安心、放心、舒心。

（记者 张林俊 俞方玲）

打造家门口的老人“幸福院”

8月16日晚，乡建乡创研学活动暨
“雄江有好市”活动迎来了尾声，此次
活动从8月12日开始至8月17日结束，
共有 50 位来自台湾及大陆的高校师
生，集结在闽江之畔，开展为期 6 天的
研学之旅。

随着夜色降临，“雄江有好市”的摊
位开始陆续营业。烧烤、爆米花、果茶
小摊......各式各样的闽台当地小吃竞相
登场，绝美滋味随着阵阵晚风吹过鼻
尖，吸引着游客和村民。随后，一场精
彩绝伦的音乐会展开，乐队成员们激情

澎湃的表演，将气氛点燃，现场一派欢
乐的景象。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艺心助村团队
队长、设计与创意学院学生张雨馨开心
地说：“首先，雄江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很
漂亮，晚上夜景也很漂亮，而且这边也
布置了小吃街，还有乡村电影院，很热
闹很红火。其实我是第二次来到这，之
前也有荣幸来这边交流过一次，因为我
是环境设计专业的，这次我用我的专业
知识，进行了一些手绘，还有‘美丽庭院
’的改造，我很荣幸可以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做出一些贡献。这个村子给我留
下的最大感受就是人情味真的很浓，因
为我们在‘美丽庭院’项目里负责‘烟火
雄江’，需要去村民们家里拿一些木头，
每到一家，他们都很热情地把木头给我
们，我真的很喜欢这边，这几天我的收
获也很多。”

商家许剑琳说：“今天是我摆摊第
四天了，我感觉这边很热闹，设施也比
较齐全，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去准备，摊
位、水电，都给我们备好了，还有雨棚，
也不用担心下雨。客流量很不错，这边

的夜景也很不错，因为靠江，晚上还有
一点风，很凉爽。”

据悉，“雄江有好市”作为第十一届
海青节暨第二届海峡乡建乡创奖系列
活动的核心组成之一，自去年首办以来
就备受瞩目，今年更是全新升级，在活
动规模、持续时间、后续影响力方面都
实现了突破和提升。

此次活动，由闽台乡建乡创研学、
闽清在地非遗特产市集、乡村电影院、
海峡乡建乡创奖获奖作品展等系列活
动组成。活动充分融合了本土品牌，展
现了本地魅力和特色，宣传推广闽清和
雄江，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闽清，同时也
能让当地村民共同加入摆摊行列，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林钰颖 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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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
族涌现了许多英雄儿女。记者
从《闽清县志》中了解到，闽清
船工也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觉
醒和奋起，在自己的工作领域
中为抗日救亡做出了独特的贡
献与牺牲。让我们一起走进池
园镇潘亭村的潘亭尾厝，探寻
闽清船工支援红军的故事。

在闽清县池园镇潘亭村，
伫立着一座近百年历史的古
厝，名叫尾厝。在这座颇具时
代风格的古厝里，有一段尘封
的红色历史，等待着新时代的
青年去发掘和传承。据了解，
尾厝是由上世纪 40 年代池园
镇的黄家妹和黄家增兄弟所
建，这座别具风格的“火墙洋楼
厝”，因在池园镇的镇尾方位，
故今称尾厝。黄家兄弟们当年
做船工谋生，后来以经营米船
运输为生计。在抗日战争时
期，为了帮助苏区和红军渡过
难关，黄家兄弟等船帮巧妙地
对米船进行改造，在舱底设暗
舱，来存盐和药品，并打通沿线
关卡，运到建宁供给红军。

池园镇潘亭村支部书记、
主任许泉表示“我身后的这这
栋古宅，就是‘米船文化’的创
始人黄家妹、黄家增两兄弟建
的。在20世纪40年代，黄家妹
和黄家增的米船在闽江流域，

最多的时候达到300多艘。他们
在米船的底下做了暗仓，在暗仓
里放药品和盐，打通关卡运道，运
输给红军，极大地解决了红军物
资短缺的问题，因此帮助了红军
渡过难关。”

正因为有了米船这种独特的
运输工具，使得这条战时特殊运
输线畅通无阻，扭转了福建战时
后方物资紧缺、社会秩序混乱的
局面。闽清船工们英勇无畏、勇
往直前的奉献精神，深得后人的
赞颂。如今，潘亭尾厝因年代久
远，受岁月侵蚀，墙皮局部脱落，
外观较为破败，村民们希望这栋
古建筑能重获新生，守住“米船文
化”的红色基因。

“我是潘亭尾厝建造者黄家
妹的外甥，我希望政府能够帮助
我们尾厝进行修缮，帮助‘米船文
化’的红色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黄家妹外甥杜大元对记者说。

每一座古厝，都承载着厚重
的历史记忆，都是不可再生的宝
贵遗产。许泉表示，下一步潘亭
村将通过筹集资金，修缮尾厝，让
该古厝重新焕发生机，成为闽清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参观，从而进一步发扬传
承“米船文化”的红色革命精神。

（记者 林钰颖 许永鑫 实习
记者 刘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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